
 

 

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海洋科學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發光細菌來源及探討漁獲處理方式對其生長之影響 

一、摘要 

我們將採集到的發光細菌（Photobacterium）塗抹在超市取得的肉魚表面，接著模擬漁獲

處理方式如水洗、冷藏及冷凍等各種處理，以探討影響其生長的因素。經過三天後，放置於

冷凍及冷藏的培養基菌落數下降，故可得出溫度為影響發光細菌生長的最主要因素。此外，

我們將肉魚不同的組織如魚肉、魚皮、魚鰭、魚骨等的萃取液作為 LB 培養基的成分，測試

其培養發光細菌的可行性。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有鑑於高中的課程中對於細菌的介紹並不是很詳細，導致高中生們對相關領域的資訊感到陌

生，因此我們想透過本次實驗幫助學生們對細菌有更深入的認識。此外，我們發現國內關於

發光細菌的研究不多，且發光細菌來源不穩定，因此我們選定發光細菌為探究主題來做更廣

泛且深入的研究，不過它發光的特性使其分辨容易，不需透過儀器加以辨識，此為尋找發光

細菌來源的有利因素。除了尋找發光細菌的來源之外，我們也欲藉由這次的研究找出能簡單

培養發光細菌的方式，所以我們在實驗中也利用魚類身上各部位的萃取液來製作培養基，我

們好奇以這些容易取得的材料及簡單的方式製作出培養基是否可行。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 研究目的 

一、研究發光細菌的來源 

二、探討影響發光細菌的生長的因素 

三、探討魚類各部位的萃取液是否能作為培養基的成分 

四、研究能簡易製作出固態及液態培養基的方法 

 

 



 

 

  (二) 實驗假設 

一、在釣客的漁獲上有較高機率發現發光細菌 

二、影響發光細菌生長的因素為溫度及清理方式 

三、魚皮萃取液製作之培養基養分最足、效果最佳 

(三) 研究流程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第一階段：發光細菌的採集與培養 

  至新竹及苗栗的漁港採集發光細菌，採集統整表如表(一)所示，最後我們僅在南寮漁港釣客 

  的漁獲上發現發光細菌。當日我們在南寮採集的魚種為沙梭。 

 

表(一)採集統整表 

 

  二、第二階段：探討影響發光細菌生長的因素 

  多次的採集中，只有釣客剛釣上來的新鮮漁獲才能採得發光細菌，在水產店和魚市場皆未發 

  現，這勾起我們對影響發光細菌生長之因素的好奇，初步推測其原因是水產店和魚市場已經 

  對漁獲進行處理，在詢問店家的處理方式後，我們設計第二階段的的實驗。 

 

探討發光細菌的

來源 

探討影響發光細

菌生長的因素 

以魚類各部位萃

取液製作培養基 



 

 

  (一)實驗步驟 

1. 將含有發光細菌之液態培養基倒於超市的帶皮肉魚上 

2. 常溫放置約半天後，以常溫為對照組，水洗、冷藏、冷凍三種方式為實驗組對魚進行

處理。水洗的處理方式為利用清水沖洗魚體表面，再放置常溫下；冷藏為放置在冰箱

的冷藏櫃，溫度約為 5°C；冷凍為放置在冰箱的冷凍櫃，溫度約為-4°C。 

3. 依實驗一的採集和稀釋步驟，將塗抹在肉魚身上的發光菌接種於固態 LB 培養基中。 

4. 培養一天後，利用手機（感光度為 10000）分別拍下各組在暗室中的發光情形，計算

照片中的菌落數後，比較影響程度之差異。 

 

圖 1 一個明顯亮點計為一個菌落，以此為例，菌落數為 4 

  (二)實驗結果 

因我們用等量的採集液塗抹至培養基，此菌落數量圖可得知其菌落密度之趨勢。而從

圖 2 的數據可知，除了在常溫狀況下第二天時發光細菌的菌落密度有稍微回升外，其

他組都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中，冷藏及冷凍於第三天觀測時歸零，冷凍下降的幅度最

劇烈，其次是冷藏。我們共做了四組實驗，其餘結果之趨勢圖均與圖 2 雷同 (如圖 3)。 

變因 水洗 冷藏 常溫 冷凍 

初始值 25 25 25 25 

第一天 19 11 7 4  

第二天 17 1 4 0 

第三天 6 0 18 0 

表(一) 第一組實驗的發光細菌菌落數量變化統計表 



 

 

 

圖 2 (左)、圖 3 (右) 實驗的發光細菌菌落數量變化折線圖 

  三、第三階段：利用魚類不同組織的萃取液製作培養基 

  在此實驗中，我們利用魚類不同部位的魚蛋白萃取液分別製作固態及液態培養    

  基。我們第一次製作了固態培養基，第二次則是製作液態培養基。 

(一)實驗步驟 

1. 將魚類的魚肉、魚皮、魚骨、魚鰭分離。 

2. 取定量的魚肉、魚皮、魚骨、魚鰭，並加水配製成 1 比 1 的比例。 

3. 將燒杯放置在加熱板上以 160RPM、攝氏 100 度加熱約 15 分鐘後，利用紗布過濾並

收集濾液。 

4. 將魚類各部位的萃取液配製培養基(固態及液態)，使其佔培養基 10%的成分比例。 

  (二)實驗結果 

各固態及液態培養基上皆未出現發光細菌。 

 

四、討論 

  (一)較有利於發光細菌生存在的環境 

  由第二階段的實驗結果可推斷溫度為明顯影響發光細菌生長的因素，在低溫的環境下發光細 

  菌的生長期較短，無法順利存活；反之，常溫的環境較有利於發光細菌生存。 

  (二)實驗過程中其他可能影響發光細菌生長的因素 

1. 空氣環境 



 

 

液態培養基需放置在振盪箱培養，且承裝培養基的燒瓶或試管的管口不適宜太窄，讓

其接觸氧的面積增加，並將棉球輕輕蓋住管口，使培養液接觸到的氧氣充足。 

2. 水分及滲透壓 

發光細菌為海水菌，因此調配培養基時須注意鹽度，使發光細菌適於生長，而根據我

們所閱讀的文獻，最適合發光細菌的鹽度介於 2.5~3.5%。 

3. 溫度 

            將細菌培養在液態培養基後，放置在震盪箱時需要設定適合其生長的溫度，故我們將

震盪培養箱的溫度設定於 25-30 度間。若要將固態培養基長期保存，則需將其放於冷

藏，使雜菌不易生長。 

  (三)萃取液製作的培養基中無法培養出發光細菌的原因 

我們推測新鮮魚體表面含有使發光細菌附生的條件。無法成功培養的原因可能為魚皮的

養分與魚體本身不同，亦有可能是提供發光細菌生長所需的養分位於魚體體表面的黏液

中，而我們從超市取得的魚類則已經過初步處理，體表上幾乎無法發現黏液，導致取得

的萃取液無法成功培育發光細菌。此外，亦有可能是因為自製培養基中魚類萃取液的濃

度不足而導致細菌養分不足而沒辦法生長。但上述推測仍需要透過下一階段的實驗加以

驗證，因此我們下階段的實驗會抽換 LB 培養基中的成分，以找出影響發光細菌無法在我

們自製的培養基上生存的原因；我們將抽換的成分包含牛肉蛋白萃取物與酵母等。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 結論 

  一、釣客剛釣上岸的新鮮漁獲有較高機率發現發光細菌，而在其他地點和來源中，皆未採集 

          到發光細菌。 

  二、在「探討影響發光細菌生長之因素」中，處理漁獲的方式以溫度因素對發光細菌的生長  

          影響最大，低溫能在數日內，使發光細菌的菌落數顯著下降。 

  三、魚組織的萃取液製成的培養基無法培養出發光細菌。 

 

(二) 生活應用 

  一、發光細菌因會發光的特性使其辨別容易，而我們也找到了他的來源，使其的取得變得容 



 

 

          易許多，故可以成為國中小學生在細菌領域的良好教材。 

  二、發光細菌在環境方面可用於毒性檢驗，以手機的高感光鏡頭即可快速辨別發光細菌的發 

          光程度，用以檢驗環境中的污染。 

  三、發光細菌相較於其他菌種相對安全許多，目前尚未出現因接觸此菌引發疾病的病例，若 

          正確使用不會對人體的健康造成危害，故適合用於教學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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